
身 士 ’

擎 个
丨

( 第 五辑 〉

．

道学研究

奇门遁甲新解 《阴符经 》

颜 文 强

内 容提要 ： 历 代 以 来关 于 《 黄 帝 阴符 经 》 的 思 想主 旨观点 众 多 、 解说纷繁 。
文章从新 的

视 角 首 先通过对
“

阴符
”

篇 名 的 考辨 , 进 而 对全 文进行逐 句 诠释 , 认 为 《 黄 帝 阴符经 》 原

先 乃 是一部 以 天道为 依据 , 以
“

盗机
”

为 法 则 , 以论述如何运 用 奇 门 遁 甲 术 来排兵 布 阵 、 趋

吉避凶 的 兵 学谋略之 书 。

关 键 词
：

《黄 帝 阴 符 经 》奇 门 遁 甲 新解

作者简 介 ： 颜 文 强 ,
四 川 大 学道教与 宗 教文 化研究 所 2 0 1 2 级博 士研 究 生 , 研 究 方 向 ：

中 国 道教 。

《 阴符经 》 , 全称 《黄帝阴符经 》 , 旧题黄帝撰 , 乃道教重要经典之
一

。 金丹南宗祖师张

伯端在 《悟真篇 》 中评价说 ：

“

《 阴符 》 宝字逾三百 , 《道德 》 灵文满五千 ； 今古上仙无限数 ,

尽从此处达真诠 。

”？ 这更是一语 奠定 了 其在道 门典籍 中 的 地位 。 今流传 下来的 主要有 3 0 0

多字和 4 0 0 多字两种版本 , 因其立论宏大 、 言语精炼 、 文辞古奥 , 使得历代为其注释的版本

不断增多 ,
以致形成 了专 门 的

“

阴符学
”

。 仅 《 道藏 》
②
中 收录 的就有 2 0 余种 , 如李筌 、 张

果 、 刘处玄 、 侯善 渊等注本 。 关于 《 阴符经 》 作者有黄帝 、 李筌 、 寇谦之等多种说法 , 而对

其成书 的时间历来也是争议较大 ： 唐朝 、 商末 、 战 国 、 汉末 、 南北朝等看法不一 。 因唐初书

法家欧阳询 、 褚遂 良曾 书写 《黄帝 阴符经 》 , 故唐代 以前当 已 成书 。 当代著 名 学者李养正先

生指 出说 ：

“

产生于战 国末期 的可能性最大 。

”③

对于 《 阴符经 》 的思想 主 旨是什么 ？ 也有修炼 、 养生 、 治国安邦等诸多观点 。 而 《 四库

① 《 悟真篇 》 , 《藏外道书 》 , 成都 ： 巴蜀书社 1 9 9 2 年版 , 第 6 册 , 第 3 4 6 页 , ,

② 这里的 《道藏 》 是指 1
9 8 8 年文物出 版社 、 上海书店 、 天津古籍出 版社联合 出版的版本 。

③ 李养正 ： 《有关 〈 阴 符经 〉 几个疑问 的论证 》 , 《 道协会刊 》 1 9 8 3 年第 1 期 , 第 1
0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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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 奇门遁甲 新解 《阴符经 》
？

全书 》 尚 收有姜太公 、 范蠡 、 鬼谷子 、 张 良 、 诸葛亮为其作注 的版本 。 而这些均是 中 国历史

上精通兵法谋略的大军事家 、 大政治家 , 他们也为其作注 , 与 《 阴符经 》 包含有丰富 的兵学

思想相关 。

考察
“

阴符
”

二字 , 始见 于 《 战 国策 ？ 秦策一 》

“

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
”

, 而成书于战 国

中期的 《 鬼谷子 》
一书 中 已有

“

本经 阴符七术
”？

。 可见 ,

“

阴符
”一次在 战 国前 即 已 出 现 。

《 史记 》 中亦载有 ：

“

苏秦得周 书阴符
”

。 这里的
“

阴符
”

当与谋略有关 。

“

符
”

字篆书写作
“

觭
”

, 从 ( 竹 )

”

、

“

洞 ( 付 )

”

。

“

竹
”

表示制作材料 ,

“

付
”

是交托之意 。 《说文解字 》

释 曰 ：

“

符 , 信也 , 汉制 以竹 , 长六寸 , 分而组合 , 从竹 , 付声 。

”

就是说 ,

“

符
”

的本 义是

一种代表身份和 权力 的信物 。 而军队中使用的
“

兵符
”

常用铜 、 玉或木石等材料制 成 。 而最

早的兵符常作成虎形状 以 象征威力 , 称为
“

虎符
”

出 现在春秋战 国 时期 。

”？ 现存最早 的虎

符是 1 9 7 3 年在陕西西安 出 土 的秦惠王君时期 的
“

杜虎符
＂

, 其上有错金铭文 9 行 4 0 字 ：

“

兵

甲之符 , 右在君 , 左在杜 , 凡兴士被 甲 , 用兵五十人以上 , 必会君符 , 乃敢行之 。

” ？ 就是

说 ,

“

兵符
”

分为两半 ,

一半存于朝廷 ,

一半发给驻军统帅 , 调兵时需两半相符方能有效 。

可见 ,

“

符
”

原先与用兵 的密切联系 。 而
“

阴
”

则 是暗的意思 。 李筌在 《黄帝阴符经疏 》 说 ：

“

阴 , 暗 也 ； 符 , 合也 。 天机开合于行事 之机 , 故 曰 阴符 。

”？
。 由 于调兵 遣将 所用 的兵符 ,

为实物可见 , 故也可称为
“

明符
”

、

“

阳符
”

。 而 《 阴符经 》 之所以称为
“

阴符
”

, 就是意指隐

遁不现的
“

兵符
”

之术 。 因 为 其乃 是兵法谋略智 慧 , 故相对来说 , 是为
“

暗符
”

、

“

阴 符
”

。

“

兵符
”

有两半相合的
“

符合
”

之意 , 而兵法谋略亦需要与 当 时的实 际情况相符合 、 契合 。

可见 , 《 阴符经 》 原先当是用于调兵布阵的兵学之书 。

而
“

源于军事上排兵布 阵
”
⑤ 的奇 门遁 甲术 ？

, 最早也称为
“

阴符
”

。 当代著名易 学家霍

裴然先生指 出 ：

“

大概周秦时 期名
“

阴符
”

, 汉魏时期名
‘

六 甲
’

, 晋唐宋元称
‘

遁 甲
’

, 明清

以来谓之
‘

奇 门遁 甲
’

, 或者有时称
‘

奇 门
’

, 有时称
‘

遁 甲
’

。

” ⑦ 霍裴然先生还进
一步一语

鲜 明地指 出说
“

《 阴符经 》 就是 《 遁甲 经 》 的元始经籍之
一

。

”
⑧ 宋仁宗亲 自作序 、 司天正杨

维德等编撰的 《遁 甲符应经 ？ 遁 甲 总序第一 》 也 云 ：

“

古法遁者 , 隐也 , 幽 隐之道 。 甲 者 ,

仪也 , 谓六 甲 六仪在有直符天之贵神也 。 常隐于六戊之下 , 盖取用兵机 , 通神明之德 , 故 以

？ 关于 《鬼谷子 》 各 篇章的作者及成 书时间 , 以许富宏先生的专 著 《
( 鬼谷子 〉 研究 》 作 为文章观点 , 即 除 《 揣 》

、

《摩 》
、 《权 》 、 《谋 》 、 《 决 》 五篇为鬼谷先生的学生苏秦所作之外 , 其他篇章均为鬼 谷先生亲 自 所作 。 参见许 富宏 ： 《 〈 鬼谷

子 〉 研究 》 , 上海 ：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2 0 0 8 年版 。

② 吕 博 ：
《说

“

兵符
”

》 , 《 寻根 》 2 0 0 9 年第 4 期 , 第 4 9 页 。

③ 同上 。

④ 《 黄帝阴符经疏序 卷上 》 , 《道藏 》 第 2 册 , 第 7 3 7 页 。

⑤ 张志春 ： 《神 奇之 门
——奇 门遁 甲大解谜 》 , 北京 ： 中 国商业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, 第 3 7 页 。

⑥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 究所何丙郁教授也指出 ：

“

奇 门遁 甲 的主要应 用是在军 事而不在 天气预测 上 。

”

见于何丙

郁 ： 《从科学 史观点 试谈奇门 遁 甲 》 , 《西北大学学报 》 ( 自然科学版 ) 1
9 9 8 年第 2 期 , 第 9 5 页 。

⑦ 霍裴然 ： 《 阴符经 》 , 载张其成主编 ： 《 易 经应用 大百科 》 , 南京 ： 东南大学出 版社 1 9 9 4 年版 , 第 7 7 3 页 。

⑧ 同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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遁 甲为名 。

”
？ 也就说 ,

“

遁
”

即隐藏 、 隐 匿之意 , 为暗 、 为
“

阴
”

,

“

符
”

即奇 门遁 甲 中 的九

星 中 的
“

大值符
”

、 八神 中 的
“

小值符
”

。 故
“

遁 甲
＂

也就是
“

阴符
”

。 我们知道 , 以 克敌制

胜名扬天下 的奇 门遁 甲历来均 由 辅佐帝王开疆拓土 的军师谋臣所掌握 , 有
“

帝王之学
”

、

“

方

术之王
”

的美称 , 与
“

太 乙
”

、

“

六壬
”

并称为代表中 国古代数术最高水平的
“

三式
”

。 其 中

“

太乙
”

主要用于军 国大事 、 自 然灾害 的预测 ,

“

六壬
”

主要用于预测人事 , 而奇 门 遁 甲 则侧

重于行军打仗的布 阵克敌 。

上面的分析可知 ,

“

阴符
”

二字 与
“

遁 甲
”一词 的 相通 性 。 其推理过 程 , 我们 可简 化

如下 ：

“

阴符
”

《隐遁不现的兵符玲隐遁不现的兵 甲值符ｏ隐遁 的六 甲 ( 遁 甲 ) 。

更为重要 的是 , 《 黄帝阴符经 》 不仅其篇名
“

阴符
”

与奇 门遁 甲 相契合 , 而且其经文 内

容更是到 处渗透着奇 门 遁 甲术 的 内 涵 。 然而 , 在 当代学界 中 以 奇 门遁 甲 来解读 《 黄帝阴 符

经 》 的研究成果却颇为罕见气 为此 , 笔者不惴浅陋 , 试 以 4 0 0 多 字的 《 阴符经 》 为 版本 ,

对其所暗含的奇 门遁 甲 术的 内涵 , 全文逐句加 以诠释 。 不当之处 , 敬请专家斧正 。 为 了更好

地展开论述 , 我们将全文分为三部分 ： 天道至上 、 盗机为法 、 奇术用兵 。

上篇 天道至上

经 文 ：
观天之道 , 执天之行 , 尽矣 。

诠释 ： 这句是全文的总纲 、 题 眼 , 精炼地点 名 了全经的主 旨 。

“

观
”

是观看 、 观察之意 。

需要说明 的是 , 这里 的
“

观察
”

并不是仅仅局 限于用眼睛观察 , 更是要求用心去领悟 。

“

执
”

即把握 、 遵循之意 。 整句话就说 ,
观察领悟宇宙 自 然的规律 , 遵循天体运行的法则去做人做

事 ,

一切道理均包含在这里 了 。 这实际上也
一

语揭示 了作为群经之首的 《 易经 》 的核心思想

－

“

天人合
一

”

气 我们知道 , 《易 经 》 对 中 国 文化 的影 响极其深远 , 其不仅奠定 了 中 国人

“

以 天道 明 人事
”

的思考范式 、 象征类比的整体思维 , 而且奠定 了 阴 阳平衡的 价值取向 。 《 四

库全书 》 之 《 易类提要 》 指 出 ：

“

易 之为 书 , 推天道 以 明 人事也 。

”

可谓十分精辟 。

而用于趋利避害 、 趋吉避凶的 中 国数术文化无不根据 《易经 》 此一原理建构起来的
。 作

① ( 宋 ) 杨维德等 ： 《遁甲 符应经 》 , 北京 ： 中 国戏剧出 版社 1 9 9 9 年版 , 第 1 页 。

② 目 前所见 , 仅有霍裴然先生 的 《 〈 黄帝 阴符经 〉 奇门遁 甲释秘 》
一文 , 后收入张其 成主编 的 《 易经应用大百科 》

之第三十五章 《阴 符经 》 。 见张其成主编 ： 《易经应用大百科 》 , 南 京 ： 东南大学出 版社 ］
9 9 4 年版 , 第 7 7 3 

—

 7 8 1 页 。 霍 先

生此文揭示了 《 黄帝阴 符经 》 中所 蕴含 的奇 门遁 甲信息 , 可谓观点 独到 、 深邃睿智 。 由 于霍先生在 此文中 , 认为一些语

句不是 《 阴符经 》 原本的 内 容未加 以 阐述 , 且有些观点也未详 细展开 。 另 外 , 有些语句笔 者的观点也 与霍先生有所不 同 ,

故笔者斗胆认为 尚有必要对 《 黄帝 阴符经 》 进行新的诠释 ,
以 期人们对 《 阴 符经 》 里隐含 的奇 门遁 甲 内涵有 进一步的认

识 。

③
“

天人合
一

”
一词尽管是由宋代张载于 《正蒙 》 中 提出 , 但整部 《易 经 》 早就蕴 含有

“

天人合一
”

的思想 , 特此

说明 。

？ 1 4 0
？



ＨＨＩ
？ 奇门遁甲 新解 《 阴符经 》 ？

为集大成者的高级数术
——奇 门遁 甲 也不例外 。 根据 日 月 星辰天体运转的规律 , 奇 门遁 甲 以

洛 书 九宫分野 、 后天八卦方位作为 布局 的地盘 , 以冬至 、 夏至两个节气为分水岭划 分阴 阳二

遁 。 根据
“

冬至一阳生 、 夏至一 阴生
”

的气候规律 。
从冬至开始 , 阳气逐步增长 , 到夏至达

到 鼎盛 , 为 阳遁 。 夏至阴气逐步增长 , 到冬至达到 鼎盛 , 为 阴遁 。 以
一年 2 4 个节气决定局

数 , 除 中 5 宫外 , 剩下 的八宫分别对应乾坤 、 坎离 、 震巽 、 艮 兑八卦 , 每
一

宫统 3 个节气 。

一个节气 1 5 天 , 共三候 , 奇 门遁 甲称为三元 , 为上元 、 中元 、 下元 。 具体定局与 节气 的关

系 见下表 ：

表 1 奇 门遁 甲 起局与 节气对应表

芒种 ： 六三九夏至 ： 九三六立秋 ：
二五八

小满 ： 五二八小暑 ：
八二五处暑 ：

一四 七

立夏 ： 四 一七大暑 ： 七
一 四白露 ： 九三六

谷雨 ： 五二八秋分 ： 七一 四

清 明 ： 四 一七寒露 ：
六九三

春分
：
三九六霜降 ：

五八二

惊蛰 ：

一

七 四大寒 ： 三九六立冬 ： 六九三

雨水 ：九六三小寒 ：二八五小雪 ：
五八二

立春 ：八五二冬至 ：

一七 四大雪 ： 四七 一

奇 门遁 甲 除 了采用九宫八卦图作为空 间分野 、
2 4 节气作 为定局排盘 的时 间依据外 , 还

纳 人 了天干地支 , 以六十 甲子系统来计时定符头 ？
, 以 明 确六 甲值符和值使 。 并且构筑了 以

象征天地人三才的 天盘九星 、 人盘八门 、 地盘九宫模拟天体运行对人事吉凶产生的影 响 。

所以说 , 此句
“

观天 之道 , 执天之行 , 尽矣
”

是
“

形而上
”

之
“

道
”

, 也是
一

切数术建

构 的理论根据 。

经文 ： 故 天有 五贼 , 见之者 昌
；
五贼在心 , 施行 于 天 ； 宇 宙在乎手 , 万化 生乎 身 。

诠释 ：

“

五贼
”

是
“

五行
”

之意 , 刘一明解释说 ：

“

五贼者 , 金木水火土也 。 天 以 阴 阳五

行化生万物 , 气以成形… …木 以金为 贼 , 金 以火为 贼 , 火 以水为贼 , 水以土为贼 , 土 以木为

贼 , 是所谓天之五贼也 。

”② 意思是说 , 五行有生有克 , 克者为
“

贼
”

。 霍裴然先生解释说 ,

“

贼
”

为 明取强夺 , 与下文 的
“

盗
”

暗来偷窃相对应？
。

既然
“

五贼
”

就是
“

五行
”

, 那 《 阴 符经 》 为 何用
“

五贼
”

而不用
“

五行
”

？ 笔者窃 以

为 , 那是因为天体的运转有常态 与非常态两种 现象 , 从而对人类的影 响也就好与 坏两个方

面 。 像重大的 自 然灾害就是天地运行对人类影 响 的非常态表现 。 而用五行的生克制 化来表征

① 参见张志春 ： 《神奇之 门
＾^ 奇门 遁甲 大解谜 》

, 北京 ： 中 国商业出 版社 2 0 1 1 年版 , 第 5 8 6 0 页 。

② 《阴符经注 》 , 《藏外道书 》 第 8 册 , 第 4 0 8 页 。

③ 霍裴然 ： 《阴 符经 》 , 载张其成主编 ： 《易经应用大百科 》 , 南京 ： 东南大学出 版社 1 9 9 4 年版 , 第 7 7 5 页 。

？ 1 4 1？



身 士
’

擎 个
ｊ ( 第 五辑 〉

． 道学研究

天地的影响 , 也就有 常态 与非常态两面 。 常态下的五行生克并不会对人类造成破坏 , 而非常

态 即五行的生克过 与不及就会造成大 的影响 , 这就是
“

五 贼
”

, 如 即 金本克木 , 但木强金弱 ,

则木反而会反克金 , 使金受损伤 , 称 为
“

木侮金
”

； 原本克金 的火 , 也会乘金之虚进
一步克

制 , 导致金受伤更甚 , 超过正常范 围 , 称为
“

火乘金
”

。 同样的道理 , 五行相生也不能太过 ,

否则 都会破坏正常 的生克系统 , 如 水本生木 , 但水太多 , 则 会造成
“

水生木漂
”

的反常现

象 。 这在 中 医五脏六腑的 辩证施治 中更是常常运用到 , 如 肾脏五行属 水 , 但火太 弱 肾水太

寒 , 水气太重 , 则 五行属木 的肝脏 , 则不受水生 , 反而下 陷 , 肝气得不到疏泄条达则会导致

胸闷气痞等症状 。 这里用
“

五贼
”

不用
“

五行
”

, 是 因为非 常态 的 五行生克的对人类 的影响

更大 , 是人类趋利避害所更应该注意 的地方 。 奇 门遁 甲 中 的
“

太 白入荧
”

、

“

朱雀投江
”

、

“

青

龙逃走
”

等 凶格就是天盘与地盘天干相克引起的不 良因 素 。 如
“

太白 入荧
”

格的
“

太 白
”

即

太 白金星 , 在西方 , 为庚 ,

“

荧
”

即荧惑火星 , 天 干为
“

丙
”

。 天盘丙火克地盘庚金 , 是为不

利 。 在战争 中 , 如遇 到此格局 , 表示要防范深夜有敌军来偷袭 。 《 烟波钓叟歌 》 曰
：

“

六庚加

丙 白 人荧… 白人荧兮贼即来 。

”
？ 可见 , 奇 门遁 甲 对相克的 现象格外 关注 。

在大六壬九宗 门

起课中也是以天盘 、 地盘地支 的相克情况作为取用发传的衡量依据气

“

见之者 昌
”

中 的
“

见
”一说通

“

现
”

, 这就是说 , 五行生克尤其是非常态状况 , 通过奇

门遁 甲 局象显现 出来 为人们所掌握则可化 凶为吉 、 为 昌 。

一说
“

见
”

为 明见之意 , 即智 慧的

人认识 了奇门遁 甲显 现出 来的 凶格局象 , 避开不利 的时空 , 选择有利 的 时 空从而转危为 安 ,

即吉祥 、 昌 盛 。 笔者认为 , 这两种解释可融通 。

“

五贼在心 , 施行于天
”

, 是说人们对奇门遁 甲 格局生克的关系局象做到 了 然 于心 , 特别

要对天盘九星 的运转格外关注 , 因 为 地盘九宫不动 , 天盘九 星 与三奇六仪 , 会随 时辰转动 ,

吉 凶就会产生变化 , 人盘八 门亦随着转动变化 。 《奇 门遁 甲秘籍大全 ？ 卷七 》 云 ：

“

奇 门 上盘

象天 , 中盘象人 , 下盘象地 。 上 盘星也 , 中盘人也 , 下 盘宫也 。 用 法 ： 凡 占吉 凶 , 首重 九

星 , 以 九星是天盘 , 吉凶 由天故也 。

” ？

“

宇宙在乎手 , 万化生乎身 。

”“

宇宙
”

是时空之意 , 代指万事万物 。 《淮南子
？ 齐俗 》 曰

“

往古来今 曰 宙 , 四方上下 曰宇
”

, 也就说 ,

“

宇
”

指空 间 ,

“

宙
”

指时 间 。 奇 门遁 甲通过九宫

格分野代表空 间 , 八卦对应除 中宫外 的八宫对应 2 4 节气 , 同时将代表时空 的 十天 干 、 十二

地支纳进去 , 从而将时间与 空 间统一于洛书 九宫 中 , 而九宫图熟练后 , 亦可不用
“

式盘
”

,

而直接在手掌 中进行旋转运算 。

一般 以左手手掌 中 间 的食指 、 中指 、 无名指 , 每
一指 刚好有

三个指节 , 恰合九宫 , 与 洛书 九宫 图相配 。 《烟波钓 叟歌 》 云 ：

“

先须掌上排九宫 , 纵横十五

图其 中
”
？ 指的就是在手掌 中排奇 门遁 甲局 。 这样排好盘之后 , 万事 万物 的吉 凶变 化均 已在

ｆｆｌ ( 汉 ) 诸葛武侯撰 , ( 明 ) 刘伯温辑 , 郑 同校 ： 《 奇门遁 甲秘籍大全 北京 ： 华 龄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, 第 2 页 。

② 参见徐伟 刚 ： 《袖里乾坤
一一 大六壬新探 》 , 乌鲁木齐 ： 新疆人民 出 版社 2 0 0 4 年版 , 第 1 0 2

—

1 3 0 页 ,

③ ( 汉 ) 诸 葛武侯撰 ,
( 明 ) 刘伯温辑 , 郑 同校 ： 《 奇门遁 甲秘籍大全 》 , 北京 ： 华龄 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, 第 4 3 页 。

④ 同上书 , 第 1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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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奇门遁甲 新解 《阴符经 》
？

手掌中的 奇 门局象之 中 , 即可进行分析判 断和决策 , 故说 ：

“

宇宙在乎手 , 万化生乎身 。

”

经文 ：
天性 ,

人也 ；
人心

, 机也 ；
立 天之道 , 以 定人也 。

诠释 ：

“

天性
”

是指奇 门遁 甲 中天盘九星 的属性 , 与人盘八门 的五行属 性相 同 。 即坎 1

宫 , 天盘天蓬星属水 , 人盘休门 也属 水 , 艮 8 宫天盘天任星属 土 , 人盘生 门 也属 土 , 需要说

明的是 , 中 5 宫为 天禽星 阳遁寄 艮 8 宫 ？
, 人盘为生 门 , 五行属土 ； 阴遁寄坤 2 宫 , 人盘死

门 , 五行亦属土 。 具体见表 2
：

表 2 九宫 天地人三 盘

天辅 星天英星天芮 星

杜门景 门死 门

巽四宫 五行 木离 九宫 五行火坤二宫 五行土

天 冲星天禽星天柱星

伤 门 ( 生 门 、死 门 )惊 门

震 三宫 五行木中五宫 五行土兑七宫 五行金

天任 星天蓬星天心星

生 门休门开门

艮八宫 五行土坎
一

宫 五行水乾六宫 五行金

“

人心 , 机也
”

是指奇 门遁 甲天 、 地 、 人三盘组成的局象 当 由 人们的心神 进行分析判断 。

“

机
”

是机关 、 关键之意 ( 第二篇
“

盗机为法
”

中有更详细 的阐述 ) 。 这是说 , 奇 门局象的吉

与 凶要靠心灵来判断和把握 , 这是非常关键的 。

“

立 天之道 , 以定人也 。

”

是指 , 人盘八门 的

排盘定位 , 尤其是八 门 之首 的值使 门 要根据天盘九星 的 大值符来确定 。 如 阳遁三局 , 乙卯

时 , 六 甲 符头是 甲 寅 , 隐遁在六仪
“

癸
”

, 査九宫局 , 癸在 艮 8 宫 , 查得此时天盘星是天任

星在值班 , 是为大值符 , 可知此时人盘值使 门 为生 门 , 这就是
“

立天之道 , 以定人也 。

”

在

确定 了 天盘值符星 、 人盘值使门 之后就可 以根据
“

值符随时宫
”

、

“

值使随时干
”

的规律顺时

针旋转逐一排除其余的天盘星与人盘 门 了 。

经 文
：
天发 杀机 , 移 星 易 宿 ②

；
地发 杀机 ,

龙 蛇起 陆
；

人发杀 机 ,
天地反覆 ；

天 人合

发 , 万 变 定基 。

诠释 ： 这句是讲奇 门格局 天 、 地 、 人三盘相互克制呈 现的 凶 格局象 。

“

天发杀机
”

是指

天盘星奇仪受地盘奇仪所克 , 如
“

朱雀投江
”

格 , 天盘星盘天干为丁 , 五行为火 , 代表南方

朱雀 , 受地盘天干癸水克制 , 且丁 、 癸位置相冲 , 同为 阴干 , 受克力 量尤大 , 此格方实 为不

① 关于 中 5 宫有
一律寄坤 2 宫 , 阳遁寄 艮 8 宫 、 阴遁寄坤 2 宫 , 和 四 季分别 寄于 四 维宫几种 观点 。 笔 者赞同 分寄

艮 、 坤两宫的 说法 , 以 其符 合阴 阳二遁之故 。

② 霍裴然先生认为
“

移星易宿 ； 地发杀机
”

八个字是后 人注解 中 加人 , 不符 《 阴 符经 》 原 貌 ． 未给 以 解释 。 霍裴

然 ： 《阴 符经 》 , 载张其成主编 ： 《 易 经应用大百科 》 , 南京 ： 东南大学出 版社 1 9 9 4 年版 , 第 7 7 6 页 。 笔者不敢 贸 然下结

论 , 认为 有这些字的文本更加 流畅 , 且符合天地人三才 、 奇 门遁 甲天地人三盘的 原理 , 故也一同 阐释 》
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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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, 故需寻找合适的 时空 避开 , 这就是要求 能够认识到 星辰运转的 变化 , 即
“

移星易 宿
”

。

“

移星 易宿
”

并不是说改变星宿的运行轨道 , 而是说 , 星 宿会随时 间 的流转 , 对人类的不 同

空 间产生不同的影响 , 而只有能够认识星 辰运转的规律才能把握有 利 的时空趋利 避害 。

“

星

宿
”

有二十 八星宿 , 分东西南北分野 , 每方各 7 颗 星宿 , 其 中东方 由 角 、 亢 、 氐 、 房 、
心

、

尾 、 箕七颗星组成青龙星象 , 南方 由 井 、 鬼 、 柳 、 星 、 张 、 翼 、 轸组成朱雀 星 象 , 西方 由

奎
、
娄 、 胃 、 昂 、 毕 、 觜 、 参组成 白虎星象 , 北方 由 斗 、 牛 、 女 、

虚 、 危 、 室 、 壁组成玄武

星象 。 在奇 门 遁 甲 中 则 由 象征天时 的九星来 代表 2 8 星宿 , 即 为天蓬星 、 天任星 、 天 冲星 、

天辅星 、 天英星 、 天芮星 、 天柱星 、 天心 星 、 天禽星共九星 , 其 中 天任星 、 天 辅 星 、 天心

星 、 天禽星 四星 为吉星 , 天 冲星 为次吉星 , 天蓬星 、 天芮星 、 天柱星三星 为 凶星 , 天英星为

平星 。 行军打仗时要选择吉星 , 避开 凶星 。

“

地发杀机
”

是指地盘天盘受 天盘所克 , 如
“

白 虎猖狂
＂

格 , 天 盘星盘天干 为辛 , 地盘

天干 为乙 , 西方 白虎辛金克 制东方乙木 , 且是 阴干克阴干 , 位置相 冲 , 白 虎为 凶 斗之神 , 此

时得势成 凶象 , 力量尤甚 , 东方乙木青龙受伤 , 最 为不利 。
又 如

“

塍蛇夭矫
”

格 , 天 盘癸

水 , 为滕蛇 , 克制地盘天干丁火 , 塍蛇 为虚诈这神 , 此时得势成凶象 , 主有虚惊怪异不利之

事发生。 《景佑遁 甲符应经纂 》 曰 ：

“

幸加 乙 , 为 白 虎猖狂 , 万事 皆 凶 。 癸加 丁 , 为塍蛇夭

矫 ,
万事 凶恶 。

”？
白虎和滕蛇均为 凶神 , 克制地盘 , 故 曰

“

龙蛇起陆
”

。

“

人发杀机
”

是指人盘八门受地盘九宫所克 , 如 人盘开 门在离 九 宫 , 开 门 为吉 门五行属

金受地盘离九宫五行属火所克 , 而人盘 门 的吉 凶乃人事趋利避害的首要 因素 , 吉门受克 , 则

吉 门不吉
。

《奇 门遁 甲 秘籍大全 ？ 卷七 》 云
：

“

凡出行趋避者 , 首重八门 。 以八门 为人盘 , 吉

凶 由 自 取故也 。 凡门克宫吉 , 宫克 门 凶 。

”② 故 曰
“

人发杀机 , 天地反覆
”

。

“

天人合发 , 万变定基
”

是说 , 如果奇 门 格局 天 盘星 盘与人盘 门 盘均受地盘九宫所克 ,

则会发生重大变化 , 即有革故鼎新的迹象 , 这就意 味着 ： 旧 事物灭亡 , 代表新生命力 的新事

物产生 。 万事万物均有生与 灭的过程 , 这是 自 然规律 。 下文 的
“

天生天杀 , 道之理也
”

即是

此意 。

原文 ：
性有巧拙 , 可 以 伏藏 。

诠释 ： 这是说 , 奇 门格局天地人 和神盘属性各有吉 凶 , 也各有其适用的 范 围
。

《烟波钓

叟歌 》 云 ：

“

九天之上好扬兵 , 九地潜藏可立营 。 伏兵但 向 太 阴位 , 若逢六合利逃形 。

”
③ 意

思是 , 可从九天 的方位主动 出 兵 , 九地适合安营扎寨 , 而安插伏兵可在太 阴位 , 若遇 到强大

敌军时 , 则可从六合方向撤退可保无虞 。 《烟波钓叟 歌 》 又 云 ：

“

急则从神缓从门
”

、

“

杜好邀

遮及隐形
”

。 即是说 , 杜 门是适合伏藏 、 隐遁 的方位 。

① 郑同主校 ： 《 奇门 精粹一奇门遁 甲典籍大全 》 , 北京 ： 华 龄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, 第 1 3 3 页 ,

② ( 汉 ) 诸葛武侯撰 ,
( 明 ) 刘伯温辑 , 郑 同校 ： 《奇门遁 甲秘籍大全 北京 ： 华龄 出版社 2 0

1
3 年版 , 第 4 3 页 ,

③ 同 上书 , 第 2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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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奇门遁 甲新解 《阴符经 》
？

经 文
：
九 窍 之邪 , 在乎 三要 , 可以 动静 。

诠释 ：

“

九窍
”？ 是指奇 门 九宫 。

“

九窍之邪
”

霍裴然先生解释为
“

九宫之窍 门
”

, 指 出

“

邪
”

是
“
一种不常见 的功能 , 前人称邪术 , 今人 叫 特异功能 。

”

即是说奇 门遁 甲 术是一

种灵术 、 智慧之术 , 这也是有道理 。 但笔者认 为
＇

, 由 于
“

邪
”

字篆书写作
“

第
”

, 从
“

汽

”

( 牙 , 交错 ) , 从
“

彳

”

( 邑 , 村 邑 ) , 本义是指密集 的居 民房屋相互交错之状 。 故这里 的
“

九

窍之邪
”

当指奇 门 九 宫的天地人神 四盘信息的 相互交错复杂之象 。

“

在乎三要
”

中 的
“

三

要
”

,

一指天 地然三盘 , 又可指 乙 、 丙
、
丁

“

三奇
”

。
在奇门格局 中 , 如果天地人三盘吉凶信

息组合得当 , 则可选择有利 的 时空 , 积极有为 , 避开不利 的 时空 , 静守 以逸待 劳 、 等待 时

机 , 也就是
“

可 以动静
”

。 其中 , 格局 中 如果有 乙 、 丙 、 丁
“

三奇
”

, 则更是个很好的格局 ,

可动可静 。

经文 ： 火 生 于木 , 祸发必 克 ； 奸生 于 国 , 时 动必 溃 ； 知之修炼 , 谓 之圣人 。

诠释 ：

“

火生于木
”

, 是指奇 门遁甲 的
“

青龙返首
”

格 , 天盘 甲 子戊加地盘丙奇 , 天盘甲

木为青龙生地盘丙火 , 犹如母 亲 回过头来照看儿子 , 故 曰
“

青龙返首
”

。 且 由 于丙火能克 甲

的仇敌庚金 , 甲 木又生丙火 , 母子相顾 , 甚为吉祥 。 本格原本 为吉格 , 但火太多太旺 , 则反

而又不利 甲 木 , 导致
“

火多木焚
”

的现象 , 故 曰 ：

“

祸发必克
”

。 而这又 如奸臣往往产生于太

平国度时一样 。 因为 升平 日 久则 必生懒惰 、 懈怠 , 滋生弊病 , 而一旦积重难返时间
一

到 则就

会导致国家的崩 溃 。 这实际上 , 是 《 阴符经 》 思想 的
“
一

体两面
”

： 既含有武能安邦的奇 门

遁 甲术 , 又 蕴有文能治国 的韬略智 慧 。 而懂得了这个道理 , 把握时空适时进退 的人 , 则可以

称为圣人 了 , 所以经文说 ：

“

知之修炼 , 谓之圣人 。

”

经 文 ： 天 生天杀 , 道之理也
。

诠释 ：

“

天生
”

指奇 门遁 甲 以震 3 宫代表东方 、 对应春天 、 主生发之气 ；

“

天杀
”

指 以兑

7 宫代表西方 、 对应秋天 , 主肃杀之气 , 从而 以象征天道 。 事实上 , 这也是告诉我们 , 宇宙

万物都有生有死 , 这是 自 然规律 , 天体的运转是固定 的 , 非人力所能改变 。 人类所能做的 ,

是在 自 然条件允许的范 围 内进行趋利避害 。

一切数术均是在天道下建构起来 的 , 没有万 能 。

即便是号称
“

帝王之学
”

的奇 门盾术也只是在遵循 自然规律下进行推演和决策的 。 我们既要

崇 尚 其高深的智慧谋略 , 也不能神话她 。

总之 , 《 阴符经 》 上篇主要讲 , 奇门遁 甲 术是 以天道观作为 构建的依据 。 其通过阴 阳 五

行 、 八卦九宫 、 三才干支 、 九星八门等象数符号 ？模拟天体运转 , 来认识 日 月 星辰对人类社

会产生 的影响 。 经文举 了常用 的一些吉格 、 凶格来告诉人们 , 奇 门遁 甲 术在趋吉避凶决策 中

的重 要性 。

①
“

九窍
”

在 ？人体中 , 指眼耳鼻 口 七窍 , 加上前 后阴 , 共 九窍 。 故也有 的注本 将 《 阴 符 经 》 视 为养生 与修炼 的典

籍 , 可能是以 此为 根据 ． 从中也可 见 《 阴符经 》 思想的广博 。

② 霍裴然 ：

《 阴 符经 》 ． 载张其成 主编 ：
《易经应用大百科 》

, 南京 ： 东南 大学 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, 第 7 7 6
—

7 7 7 页 。

＠ 关于
“

象数符号
”

的具体 阐述可参见张其成 ： 《 象数易学 》
, 南宁 ： 广西科学技术出 版社 2 0 0 9 年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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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篇 盗机为 法

经 文 ：
天地 ,

万物之盗也 ；
万物 ,

人之盗也 ；
人 , 万物 之盗也 。 三盗 既 宜 , 三 才 既 安 ,

故 曰 ： 食其 时 , 百 骸理 , 动 其机 , 万化 安 。

诠释 ：

“

盗
”

是盗取 、 窃取之 意 , 与前 文 的
“

贼
”

相对应 ,

一

阴
一

阳 , 简称
“

明贼 暗

盗
”

。 天地 、 万物 、 人共同构成
“

三盗
”

, 对这句话普遍的解释是 , 自 然万物盗取天地之气 以

生 , 人类盗取 、 依靠 自 然万物得 以生存 , 万物反过来也要盗取 、 依靠人类 以生存繁衍 。 其

中 , 人类与万物是互盗互生的关系 。 但笔者认为 , 这里 的
“

万物
”

包括
“

人类
”

, 而天地是

作为宇宙万物共同来源 。 天地就是指 阴 阳二气 , 皆 由
“

道
”

所化生 , 阴 阳二气和合而化生万

物 , 也包括人类 , 因为人类就是万物 的
一种 。 所以 , 老子在 《 道德经 》 第 四十二章说 ：

“

道

生一 、

一生二 、 二生三 , 三生万物 。 万物 负阴而抱 阳 , 冲气以 为 和 。

”

故天地 、 万物 、 人类

实际上也就是天地人三才 , 也就是宇宙万事万物 。 而 《 阴符经 》 为何将万物与人类并举 ？ 笔

者窃 以为 , 乃 是为 了 突 出 强调万物与 人类作为 主客的对待关系 。
在奇 门遁 甲 中 , 在天 地人神

四盘排好局后 , 就要进行分析和判断 , 而分析局象的吉凶 , 并不是九个格都分析 , 而是根据

事体的性质
“

取用 神
＂

, 如预测 战争 的胜败 , 即 以天盘庚代表敌军 , 以天盘值符 ( 即 甲 ) 代

表我方 , 以双方所落宫的生克情况判断胜 负 。 当 然 , 也要注意两宫在 当 时 月 令的 旺衰情况 。

而不论预测何事 , 当时 日 干落宫与 时干落宫都是
一对基本的主客关 系 。 日 干落宫代表 自 己 ,

时干落宫代表事体 。 如 果时干落宫生 日 干落宫表事体可成 , 而且过程 比较顺利 。 若 日 干落宫

克时干落宫 , 表示要通过较大的努力 , 费一番心血 , 也可成 。 而如 果是 日 干落宫生时干落

宫 , 或时干落宫克 日 干落宫则 事件难成 。 所以 , 经文将
“

万物
”

与
“

人类
”

并举是基于奇 门

格局取用 神 的考虑 。

经文说 ：

“

三 盗既宜 , 三才既安
”

就是说 , 奇 门 格局 的天盘九 星 、 地盘九宫 、 人盘八 门

相互生克组合得当 , 则格局吉祥 、 天地人三才和安 。 霍裴然先生解释说 ,

“

三 盗
”

是指 ： 天

盘值符宫 、 人盘值使 宫 , 地盘符 使宫 ？
, 因 为 这三宫 的 格局 是 九宫 中 最为 重要 的 三个信

息 点 。

“

故 曰
： 食其时 , 百骸理 , 动其机 , 万化安 。

”

这是 以
“

食其时 , 百骸理
”

来 比喻
“

动其

机 , 万化安
”

。 意思是说 , 要像
一

年 四季 、

一天三餐的饮食要符合 当时 的节气 、
时气规律身

体就会康健一样 , 行动做事就要注意把握时机 , 才会事半功倍 。

经 文 ：
人知其神 而 神

, 不 知 不神 所 以神也 。

诠释 ： 这里的
“

神
”

有两解 ,

一解是指奇 门遁 甲 中代表天地隐性气场的神盘八神 , 即值

符 、 滕蛇 、 太阴 、 六合 、 白 虎 、 玄武
、
九地 、 九天 。 其中值符是八神领袖 , 为大吉神 , 具有

① 霍裴然 ： 《阴 符经 》 ,
载张其成主编 ： 《 易 经应 用大百科 》 , 南京 ： 东南大学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, 第 7 7 7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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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奇门遁甲 新解 《 阴符经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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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青龙甲 木的性质 ； 塍蛇为虚诈之神 ； 太阴为荫护之神 , 利于密谋策划 , 埋伏奇兵 ； 六合

为护卫之神 , 利于谈判 ； 白虎为西方金 凶煞之神 , 性格凶 猛好斗 , 专主刑伤打斗之事 ； 玄武

为偷盗之神 ；
九地为坤土 , 其性柔顺 , 为吉祥神 ；

九天为乾金 , 为 刚健之神 , 其性好动 。 八

神 的吉 凶与宜忌是奇 门 遁 甲选择时空重要 的考量因素 。 《 烟波钓叟歌 》 有云 ：

“

急则从神缓从

门 , 三五反复天道亨 。

”？ 意思是 , 遇 到 紧急情况可从值符的 方位行动 , 可保无虞 。
因 为值

符是八神之首 , 大吉祥 , 也是天盘星大值 符的所在 , 因 为 ：

“

小值符随大值符
”

。 另
一解是

说 ,

“

神
”

是指奇 门遁 甲术作为
“

方术之王
”

, 很神奇 、 神 妙 。 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均可 , 但

第二种更贴切 。 这是对整个奇 门遁 甲 术的赞美与领悟 。

经文说 ：

“

人知其神而神 , 不知不神所 以 神也 。

”

实际上是告诉我们 ： 具有可操作性的奇

门遁 甲 术再神 奇 、 神妙 , 亦是根据 天道建构起来 的 , 也是要遵循 自 然规律 。 《周 易 ？ 系 辞传 》

曰
：

“

形而上者谓之道 , 形而下者谓之器
”？
讲 的是

“

道
”

与
“

器
”

的关系 。 我们套用
一下 ：

“

形而上者谓之道 , 形而用者谓之术 。

”

以 道构术 、 以术证道 ；
以术载道 、 寓道于术 , 道体术

用 。

“

术
”

有很多种 , 也有局限 , 而 只有
“

道
”

才是唯
一

的 , 超越时空 , 无环无端 、 无边无

际 , 是为永恒 。 这里 的
“

不神
”

也就是指
“

道
”

、

“

天道
”

。
就是说 , 奇门遁 甲 术 只是我们认

识 自然 , 进而领悟
“

道
”

的一种途径 , 我们必须超越
“

术
”

而
“

悟道
”

, 只 有真正领 悟 了

“

道
”

, 也才是真正 的 神奇 、 神 妙 。 实际上 , 达到
“

道
”

的 境界 , 也就不存在
“

神
”

与
“

不

神
”

的区分 了 。 这句话是对经文开头
“

观天知道 、 执天之行 , 尽矣
”

的呼应 , 也是 《 黄帝阴

符经 》 主 旨 的进
一

步点题 。

经文 ： 日 月 有数 ,
大 小有定 , 圣功 生 焉 , 神 明 出 焉 。 其 盗机 也 , 天 下 莫 不 见 , 莫 能 知

也
。
君子得之 固 躬 , 小人得之轻命 。

诠释 ：

“

日 月 有数 、 大小有定
”

讲的是历法的 问题 , 是指地球围绕太 阳公转
一周 和 月 亮

绕地球运转一圈 ( 即
一个朔望 月 ) 都有具体的时 间数 。 但每年 的

一

回 归年 与恒星年的时间也

稍 微有差别 , 每月 也有月 大 、 月 小之别 , 加上一年又有 2 4 个 节气 , 每两个节气之 间 的时 间

差也不尽相 同 。 尽管这些变化都很微小 , 但时间太久 , 这变化也很大 , 给人们带来不便 。 于

是 , 古圣先贤 就设置了 闰年 、 闰 月 以协调历法与 实际气候的关 系 。 像我 国采用 的
“

农 历
“

,

也就是夏历 , 是
“

阴 阳合历
”

协调 的产物 。 奇 门遁 甲 以八 卦九宫统领 2 4 个节气 ,

一

节气分

为上中下三元 , 根据节气来决定具体格局的局数 , 均有 固定 , 不能随意更改 。 而能够领悟道

天体运行的 这些规律 , 可以称为
“

圣功
”

, 也 即
“

神 明 出 焉
”

了 。 在奇 门遁 甲 中 , 对于节气

与定局的关系 , 也有置润 与不置润 的 区别 , 不置润亦有拆补法 、 茅 山 道人法等 , 可谓十分复

杂 、 十分精细气 对于
“

日 月 有数 、 大 小有定
”

霍 裴然先生 解释说 ,

“

日
”

指 日 家奇 门 ,

① 也有 写作
“

急从 神兮缓从 门
’ ’

, 如 ( 汉 ) 诸葛武侯撰 、 ( 明 ) 刘伯 温辑 , 郑 同 校 ： 《 奇 门遁 甲 秘籍 大全 》 , 北京 ：

华龄出 版社 2 0 1 3 年版 , 第 2 页 。 但二者意思一样 。

？ 黄寿祺 、 张善文撰 ： 《周易译注 》
, 上海 ： 上海古籍 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． 第 5 6 3 页 。

③ 参见 张志春 ： 《 神奇之 门
——奇 门遁 甲大解谜 》 , 北京 ： 中 国 商业 出 版社 2 0

1 1 年版 , 第 6 1

—

7 2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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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月
”

指 月 家奇门 ,
日 奇门有 日 奇 门之数 , 月 奇门有 月 奇 门 之数 。

二者 的局数均有
一定的 规

定 , 该用几局就用几局 , 不可错用 , 凡大事用 月 奇 门布局 , 如君国 大事等 ； 小事用 日 奇门或

时奇门 。 霍先生 的解释也有道理 , 备 为一说 。

经文说 ：

“

其盗机也 , 天下莫能见 , 莫能知也 。

”“

盗机
”

,

“

盗
”

是盗取 、 谋取 ,

“

机
”

为

“

木
”

与
“

几
”

的合并字 , 篆书为
“

搛
”

’ 从
＂

！

＂

＞ 从 Ｔ ’ 其中
＂

Ｉ

＂

表木质材料 , 1
, ,

从
“

钻
”

( 绳子 ) 、

”
－

ｉ

“

( 武器 ) 、

“

Ｘ
“

( 人 ) , 表示发射 弓弩 的扣板 。 《 说文解字 》 曰 ：

“

机 , 主发谓之机 。 从木 , 几声
”

。 意思是 ,

“

机
”

本意是 弓 弩的 发射扣板 , 后引 申 为关键之

意 。 因而这里
“

盗机
”

的
“

机
”

应解释 为契机 、 枢纽 、 关键 。 就是说 , 奇 门遁 甲 的趋利避

害 , 并不是要求九格宫的全部局象都要吉 , 其实这不可能 , 也没必要 。 而 只是要求从那几个

总体吉祥的 宫格中寻找有利 的时空 中去行 动就是 了 , 也就是
“

盗
”

其有利之
“

机
”

。 值得注

意 的是 , 即便是同一格局 中 , 也是有吉有 凶 , 这就要求根据具体事体的性质 , 只要主要方面

吉祥就可行动 , 也就是说抓其主要矛盾即可 。 如景 门方适宜破阵 、 伤门 方适宜捉贼 。

“

天下

莫不见 , 莫能知也
”

是说 , 奇 门遁甲 术 , 天地人神 四盘信息交错 , 宫与宫之间相生相克 , 且

有强有弱 , 局象吉 凶不一 , 非常复杂 ,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掌握的 。 有 的 注解本 , 加 了
一个

”

不
”

字 ,

“

天下莫不能见 , 莫不能知 也 。

”

其实意思也
一样 , 是强调奇 门遁 甲 格局时空 、

时机

的 谋取 、 盗取是很重要 , 事关成败 ,

一定要用心领悟 。

“

君子得之固躬 , 小人得之轻命
”

是说 , 奇 门遁 甲 术很神奇 、 深奥 , 品德高 尚 的人 得之

可 以保全 自 身 , 而品 德低下 的人不懂得
“

天道无亲 , 常与善人
”

的道理 , 以为奇 门遁 甲 可 以

无所不能而胡作非为 , 自然得不到 好下场 。 这里的
“

君子
”

与
“

小人
”一是从品德是否高 尚

来划分 ,
二是从其心性修养的 高低 来理解 。 事实 上 , 前面有论 , 奇 门遁 甲 只 是

一种
“

术
”

,

也有局限性 , 亦是遵循 自 然规律的 , 心性修养 高 的人即君子懂得这个道理 , 自会 由
“

术
”

而

进
“

道
”

进退 自 如 , 而 心性较低 的人 即 小人仅 是停 留 于
“

术
”

, 看不 到
“

道
”

, 自 然受 到

“

术
”

的局限反而不能保全 自 身 。

综中篇所述 , 这部分讲的是运用奇 门遁 甲 术趋吉避凶 的的法则 , 即要注意把握格局显示

的那个
“

契机
”

, 也就是
“

时
”

与
“

空
”

。 而只有心性修为高 的君子才能够通过运用奇门遁 甲

术的这个契机 , 进一步领悟
“

道
”

的智 慧 , 而这才是 ． 《黄帝 阴符经 》 的 主 旨 。

下篇 奇术 用兵

经文 ： 瞽 者善听 , 聋 者善视 ； 绝利 一源 , 用 师 十倍
；

三反昼夜 , 用 师 万倍 ；
心 生 于物 死

于物 , 机在 目 。

诠释 ： 这句话是用
“

瞽者善听 , 聋者善视
”

来 比喻行动做事 、 行军打仗要主要扬长避短

这个道理 。 也就是说 , 要
“

盗取
”

有利之
“

机
”

, 避 开不利 之
“

势
”

, 特别是敌强我弱之时 ,

更要抓住敌军薄弱 的环节集 中我方兵力将其单独击破 , 即
“

绝利一源
”

则 可收
“

用 师十倍
”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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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奇门遁甲 新解 《阴符经 》
？

的效果 。 而将这
一 战略反复使用 ( 即

“

三反昼夜
”

) 其效 果相 当 于
“

用师万倍
”

了 。 而如 何

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？ 关键就在于心 神能否把握战机 、 契机 , 故说
“

心生于物死于物 , 机在

目
”

。 这段话也是对中篇奇 门遁 甲 如何运用
“

盗机
”

法则 取胜的进一步阐释 。

经文 ： 天之无 恩而 大 恩生 , 迅雷烈风 , 莫 不 蠢然 ； 至 乐性余 , 至静 则廉 。

诠释 ：

“

天之无恩而大恩生
”

是指天道 的混沌 , 本没有
“

恩
”

与
“

无恩
”

的 区别 ,

一切

都是按照本然 的规律在运行 。 而这看是
“

无恩
”

, 反而成就了万事万物 , 是为
“

大恩
”

。 老子

在 《 道德经 》 第 3 8 章说 ：

“

上德不德 , 是 以有德
”？ 正是此意 。 奇门遁 甲是根据

“

天道
”

建

构起来 的 , 对人类也本无所谓
“

恩
”

与
“

无恩
”

, 然而却能够帮 助人们来进行趋利避害 的 运

筹 , 进而领悟
“

天道
”

, 也就有了
“

大恩
”

了 。 这就好 比 自 然界 的
“

迅雷烈风
”

,

“

迅雷
”

在

奇 门遁 甲 中是指震宫 ,

“

烈风
”

指巽宫 , 二者五行均属 木 。 其 中震宫 主动 , 代表雷 , 对应春

天 , 巽宫代表风 , 代表初夏 。

“

迅雷烈风
”

看似猛烈 刚 强 , 毫无情面 , 但万物在长 达
一个冬

季严寒收敛潜藏的状态下 , 只有经过惊雷的呼唤 , 阳气才会慢慢焕 发 出 来 。

“

莫不蠢然
”

中

的
“

蠢
”

传神地刻 画 出 了万物 回春 、 慢慢苏醒 的状态 。

“

至乐性余 , 至静则 廉
”

,

“

至乐
”

与
“

至静
”

相对应 ,

一个为 阳 ,

一个为 阴 。 意思是说 ,

最高级的快乐是不需要刻意去追求的 , 指要遵循天道 , 心性 自然悠闲有余 , 而心态常常保持

平静的人则 可廉洁贞 正 , 产生智慧 。 所谓
“

正则静 , 静 则 明
”？ 就是此 意 。 老子也说 ：

“

我

有三宝 , 持而保之 ：

一曰 慈 , 二曰 俭 , 三 曰 不敢为天下先 。

”
？ 所 以这句 话是说 , 奇 门遁 甲

术虽然可 以使让人趋利避害 , 但是我们也不能挖空心思事事去追求 , 因 为这样会受其所累 变

得很敏感 , 而这却与初衷相违背 , 是不符合天道 的 , 故我们必须 由
“

术
”

进
“

道
”

, 保持心

静神 明 , 才能领略奇 门遁 甲高超 的韬略智 慧之美 。

经文
：

“

天之 至私 , 用 之至公
。 禽 之制 在 气 , 生者 死之根 ,

死 者 生之根 。 恩 生 于 害 , 害

生于恩 。

诠释 ：

“

天之至私 , 用之至公
”

是指 天道没有偏心 , 至公无私 。 在奇 门遁 甲 中 , 天盘九

星模拟天体在九宫 中排盘运转 , 遵循天道 , 并没有偏重哪一宫 , 是为
“

至公
”

。

“

禽
”

指的是

中五宫天禽星 , 乃九宫之中 心 , 其他八宫均围绕其转 , 且五行属 土 , 化生万物 , 故 曰
：

“

禽

之制 在气
”

。

“

生者死之根 , 死者生之根
”

是指 , 奇门 遁 甲人盘八门 中 的生 门与死 门 , 五行都

是土 。 其 中生 门在 艮宫 , 死门在坤宫 。
运转时 , 无论位置如何变化 , 两者均是同根于 中五宫

遥遥相对 。 霍裴然先生进
一步解释说 , 中五宫天禽星排盘时 阳遁寄 艮宫 即生门处 , 阴遁寄坤

宫死门处 , 而不是
一律寄 于坤 2 宫 。 意思是说 , 中五宫按阴 阳二遁分别 寄宫于死门 、 生 门 ,

有 同根之气 , 霍先生此解与 节气夏至 、 冬至相对应 , 颇为 深刻 。

“

恩生于害 , 害 生于恩
”

是

① 朱谦之撰 ： 《老子校释 》 ． 北京 ： 中 华书局 1 9 8 4 年版 , 第 1 5 0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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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北京 ： 中华 书局 1 9 6 1 年版 , 第 8 1 0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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＾士
’

擎 个
丨 ( ｆ ｉ ｌｌ )？ 道学研究

说恩害相 生 , 是承接上局生 门 与死 门互根互生之意而来 。

经 文
：
愚人 以天地文理 圣 , 我 以 时 物 文理哲 。

诠释 ： 这 里的
“

天地文理
”

是指 自 然界产生的各种现象 ,

“

时物文理
＂

是指 自 然界的 现

象会随着时 间的不 同而产生变化 。 奇 门 遁 甲 以天盘九星模拟天体运转 , 象征天 时 ； 以 九宫代

表地理 , 象征地利 ； 以人盘八门代表人事 , 象征人和 , 三者组成局象 , 而奇 门格局又 以视节

气来定局 , 注重时 间的变化 , 特别是时家奇 门 ,

一个 时辰 , 就要更换
一种 格局 , 所谓

“

时变

盘转
”

, 这就是我方智 慧之人以
“

时物文理
”

而
“

哲
”

的 原 因 。 而不懂得时势的变化 , 固守

旧有的局势则 是愚蠢的行为 。 这是奇 门 遁 甲 用于趋利避害 , 尤其是行军打仗时 即便是敌强我

弱也能够扭转 劣势 、 转败为胜的原因 了 。

经 文
：

人 以 愚虞 圣 , 我 以 不 愚 虞 圣 。
人以 奇期圣 , 我 以 不奇 期 圣 。

故 曰
：
沉入水 火 , 自

取灭 亡 。

？

诠释 ： 此局是承接上 句 的进
一

步论述 。

“

愚
”

是无知盲 目 之意 ,

“

虞
”

是欢愉 ,

“

圣
”

是

圣 明 。
这是说 , 人们总是盲 目 地高兴欢乐 , 我却居安思危 , 不能盲 目 乐观 , 而应注意观察时

势的变化 , 特别是在打胜仗时 , 更要注意戒骄戒躁 , 否则 时势改变 ,

“

骄兵必败
”

。 这是我们

在运用奇 门遁 甲术时应该领悟到 的道理 。

“

人 以奇期圣 , 我 以不奇期圣
”

中 的
“

奇
”

是指奇

术——奇 门遁 甲 , 也指 乙 、 丙 、 丁三奇 。 意思是说 , 人们 以 为掌握 了 奇门遁 甲 这门奇术 , 就

可百战百胜 , 但智 慧的人却是 以
“

不奇
”

而胜 , 实际上这是告诉我们奇 门遁 甲 在 神 妙奇特 ,

也还是一种
“

术
”

, 而 只有超越她 , 进而领悟
“

天道
”

, 才是至高境界 。 这就是无知与 贤圣之

间的 区别 。

“

沉人水火
”

这里的
“

水
”

是指坎 1 宫 , 人盘休门 ；

“

火
”

指离 9 宫 , 人盘景 门 ,

实际上是用
“

水火
”

二字象征奇 门遁 甲 术 , 意思是我们要懂得运用数术对人类趋吉避凶的 帮

助 , 但要懂得
“

钻进去
”

, 也要
“

跳 出来
”

。 这就是真正会运用奇 门遁 甲术 的人 。 像这类强调

“

道
”

与
“

术
”

之间关系的语句 , 《 黄帝阴符经 》 也有 多次强调 , 也是经文 的宗 旨 。

经文 ： 自 然之道静 ,
故天地万物 生 。

天地之道浸 ,
故 阴 阳 胜 。 阴 阳相推而 变 化顺 矣 。 是

故 圣人知 自 然之道不 可违 , 因 而 制之 。

②

诠释 ： 这里 的
“

浸 即 动 之微
”？

, 即 微小 的变化 。 这 是说
“

自 然
＂

以
“

静
”

化生万 物 。

天体运动变化也很微妙 , 但正 因 为有 了这一静一动 ,

一

阴
一

阳 ,
万事万物也才有生长 、 变化

而生生不息 。 特别是在奇 门遁 甲 运筹 中 很注意动与 静 、 先于 后 的把握 , 即
“

动静先后分主

客
”

。 其把十 天干分为五 阳时 和五 阴时 , 阳 时利 动 , 阴 时利主 ( 即静 )
。

《 烟波钓叟 歌 》 云、

① 从
“

人 以愚虞圣
”

到
“

沉水人火 , 自 取灭亡
＂

这一句 , 霍裴然 先生认 为是后人增 人 , 未予 解释 。 笔者不 敢贸 然

下结论 , 故一并加 以诠释 。 霍裴然 ： 《 阴符经 》 , 载张其成主编 ： 《 易经应用大百科 》 , 南京 ： 东 南大学 出版 社 1 9 9 4 年版 ,

第 7 8 0 页 。

②
“

是故圣人知 自 然 之道不可违 , 因 而制 之
”

霍 裴然先生未予 解释 。 霍裴 然 ： 《 阴 符经 》 , 载 张其成主编 ： 《 易经应

用大百科 》 , 南京 ： 东南大学 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, 第 7 8 0 页 。

③ 霍裴然 ： 《 阴 符经 》 , 载张其成主编 ： 《 易 经应用大百科 》
, 南 京 ： 东南大学出 版社 1 9 9 4 年版 , 第 7 8 0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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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奇门遁 甲新解 《阴符经 》
？

“

若见三奇在五阳 , 便宜为客是高强 ；
忽 然逢着五 阴位 , 又 宜为 主好裁详

” ？ 正是此意 。 五

阳时为 甲 、 乙 、 丙
、 丁 、 戊 , 五阴时是己 、 庚 、 辛 、 壬 、 癸 。 值得注意的是 , 阳时与 阴时并

不是按照天干的 阴 阳属性来划分 。 这点奇 门遁 甲 与其他数术不 同
。 而圣人懂得动 静是 自 然的

规律 , 不可违背 , 因而 以此建构 了 奇门遁 甲 术以趋利避害 。 所 以说 ：

“

圣人知 自 然之道不可

违 , 因而制之 。

”

经文
：
至静之道 , 律历 所不 能 契 ； 爰 有奇 器 , 是生 万 象 ；

八卦 甲子 , 神机鬼藏 ； 阴 阳 相

胜之术 , 昭 昭 乎进乎 象矣 。

诠释 ：

“

至静之道 , 律历所不能契
”“

契
”

是
“

契合
”

的意思 , 这句话是说天道 ( 即 自 然

规律 ) , 不是历法所能较好揭示 的 。

“

爰有奇器 , 是生万象
”

,

“

爰
”

是于是之意 ,

“

奇器
”

是

指奇门遁 甲 式盘 。 意思是说 , 圣人构建 以奇 门 遁 甲式盘来推演万事万物 。

“

八卦甲 子
”

是指

以八卦九宫为地盘的奇 门 遁 甲 术 ,

“

甲子
”

是 甲 子戊 , 即六 甲 的 代称 , 即 甲 子戊 、 甲 戌 己
、

甲 申庚 、 甲 午辛 、
甲辰壬 、 甲 寅癸六支军队 。

“

神机鬼藏
”

指 奇 门 遁 甲变化无穷 , 用于排兵

布阵可攻可守 、 可动可静 , 进退 自 如 , 相 当神奇 。
另 外 , 这里 的

“

神鬼
”

也是奇 门遁 甲 中

“

九遁
”

中 的神遁与鬼遁 。

“

九遁
”

分别是天遁 、 地遁 、 人遁 、 神遁 、 鬼遁 、 风遁 、 云遁 、 龙

遁 、 虎遁 , 均为吉格 。 其 中
“

神遁
”

是天盘丙奇 , 加人盘生 门 , 神 盘是九天 , 利 于训练 士

兵 、 挥师远征 。

“

鬼遁
”

是天盘丁奇 , 加人盘杜门 , 神盘是九地 , 利适宜劫营袭寨 、 设伪伏

虚 , 二者均是克敌制胜的 重要格局 。

“

阴 阳相胜之术 , 昭 昭乎进乎象矣 。

”

是说 , 以重 主客 、

重动静为特征的奇 门遁 甲术 , 把事 物的发展变化都昭示于局象之 中 了 。

下篇主要是讲 , 在行军用兵 中 如何用奇 门 遁甲 来决策 以趋利避害 的原理 。

综全文所述 , 从
“

阴符
”

篇名到经文 内容 , 我们发现 , 《 黄帝阴符经 》 原先当 是
一部 以

天道为依据 , 以
“

盗机
”

为法则 , 以论述运用奇 门遁 甲 术来排兵布 阵 、 趋吉避凶 的兵学谋略

之书 。

① ( 汉 ) 诸葛武侯撰 , ( 明 ) 刘伯温辑 , 郑同校 ： 《 奇门遁 甲 秘籍 大全 》
, 北京 ： 华龄 出版社 2 0

1 3 年版 , 第 2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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